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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新冠疫情嚴峻，當中有不少家居感

染個案，特區政府因此多番呼籲市民避免冬

至及元旦等節日進行家庭聚會，以防病毒傳

播。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街市訪

察，發現不少市民為「做冬」，昨日特地到

街市購買食材回家煮大餐，準備與親友聚會

分享，令人擔心出現更多播毒家庭群組。有

防疫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現時

社區傳播鏈眾多，為自己、親友及社會着

想，須自律暫停家庭聚會，在非常時期保護

自己和親友，才是送給親友「最好的禮

物」；惟巿民無視政府勸喻，政府則須加強

規管，建議收緊街市及超市等處所人流管

制，減少市民在家聚會意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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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冬塞爆街市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
森 )第四波疫情持續肆虐，
然而周末多處仍有人流聚
集，今日冬至，有人因疫情
取消家族聚會，但亦有指
「冬大過年」懶理疫情，相
約親戚家中聚餐。政府專家
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許樹昌昨日指出，新增
確診數字在高位橫行，周末
市面仍人多車多，相信防疫
措施要繼續延長，甚至作出
進一步限制，要求非緊急商
店如服裝、鞋店等暫停營
業，倘政府用盡一切措施市
民仍不配合，更有可能考慮
仿效外國類似戒嚴的「禁足
令」，只限某時段准市民外
出購置日用品。
許樹昌昨在電視節目上

表示，政府進一步收緊社
交距離措施並非完全無
效，否則新增確診數字會
幾何級增加，現只是處於
高位橫行。不過，周末市
面仍人多車多，不少市民
出街，商場人流多，又有
市民湧到元朗大棠觀賞紅
葉，部分人更脫口罩拍
照，無視防疫規定。

倘疫情不受控或禁足
他指商場人流聚集會有

爆疫風險，市民若仍不配
合，難截斷傳播鏈，政府
有可能考慮仿照外國採取

進一步措施，如英國會限制商場及商店
每日只能營業6小時至8小時，甚至要求
非急緊商舖如理髮店、服裝店、鞋店等
暫停營業，供應日用品的超級市場則可
繼續營業。
他認為，若本港一直未能控制疫情，

政府用盡一切措施都無法令市民減少外
出，則可能要考慮實施「禁足令」，如
澳洲墨爾本便曾實施類似「戒嚴」的措
施，只容許市民在指定時間外出跑步或
購買日用品等。
另外，聖誕假期間續有學生從海外返

港，許樹昌指英國南部出現病毒變種，根
據目前資料，變種病毒傳播力增加，惟病
人嚴重情況無加重，而現時抵港人士上機
前要持陰性報告並到指定酒店檢疫14天，
抵港第十九天要留第三個樣本檢測，他建
議完成酒店檢疫人士應再在家中留多一個
星期，避免外出及與家人緊密接觸，直至
第十九天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外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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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主要是人與人密切接觸
傳播，故同一屋簷下的家人被感染
情況屢見不鮮，經常出現家庭群組
個案。有專家曾指出，第四波疫情
病毒源頭之一或與尼泊爾家庭群組
有關，而本港數日前也曾發生三名

有親屬關係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因參加家人
生日聚會相繼染疫事件。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曾指出，
本港第四波疫情的病毒，可能早在9月已傳入社
區，追查到可能的源頭之一是尼泊爾家庭群
組，當中一名離世患者今年9月中返港後，曾兩
度進行檢測均呈陰性，完成強制檢疫後並未作
病毒檢測，其家人曾到尖沙咀用膳，估計是因
此令病毒帶入社區。

醫護家庭聚會也染疫
衞生署今年7月時亦曾公布出現一個家庭群

組，一家一行十多人7月11日到過葵芳一間酒家
用膳後，再轉到荔景一個單位繼續聚會，結果
出席者中最少有10人確診。

連醫護人士也因家庭聚會染疫，九龍醫院一
名延續護理病房男護士上周確診，其兄嫂分別
為大埔那打素醫院內科醫生和東華醫院內視鏡
中心護士，兩人之後亦相繼確診。3人上月13日
曾與超過10名家人出席生日聚會，醫管局指3人
均沒有接觸過確診病人，相信是在聚會中互相
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第四波料家庭群組引爆

記者訪察驚見買餸者眾 專家倡限街市超市人流

◀ An表示，因感到孤單，故假日會與同
鄉聚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政府雖提高違反
「限聚令」定額罰款
及加強宣傳，惟外傭
假日聚集時違規情況
仍未見收斂。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趁周日於中環所見，仍有
大量外傭，不少也多於兩人以上聚
集，部分更脫下口罩聊天，亦沒有保
持1.5米的社交距離。
中環遮打道一帶昨日隨處可見外

傭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其中不少外
傭沒有遵守限聚措施，多於兩人聚
集，亦有外傭除下口罩與朋友聊

天。警方與勞工處職員則到場派發
傳單，並廣播提醒不可多於兩人聚
會，須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否則可
能被票控，警方到場巡視時聚集情
況才有所好轉。

稱工作沉悶相聚似回家
外傭An與兩名朋友聚會，表示雖

與朋友坐在同一墊子上，並直言定
額罰款5,000元難以負擔，但指自己
與朋友約有1米距離，相信不會遭票
控。她又指因思鄉感孤單，假日冀
與同鄉一起，僱主仍允許她假日外

出，只叮囑不要與太多人接觸。對
於政府為外傭提供免費檢測，她則
表示倘僱主要求才會測試。
另一外傭Joy則表示僱主較擔心疫

情，帶她往檢測並證明陰性，並與
她商討假期外出問題，擔心她與其
他外傭接觸染疫，令全家也有風
險，但她向僱主保證會注意防疫，
僱主亦信任她故讓她外出。她又指
整天待在僱主家中工作感到沉悶，
周日到中環與同鄉相處則有回到家
鄉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外傭「犯聚」未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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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趁星期日照樣在中環密集聚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民俗「冬至大過年」，雖然今日才是冬至正
日，但不少家庭趁昨天周日提早「做

冬」。由於疫情下禁止晚市堂食，不少以往外
出用膳市民則改為在家聚集親友做節。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到多個街市訪察發現，很多市民
頑固地認為冬至要做節，故昨到街巿購買食材
回家烹煮，準備與親友分享。

「一家人齊整做節」
呂女士昨早在街市購買了不少新鮮食材，準
備為家人大展身手，「買咗雞、蔬菜、生果，
盡力做好一餐畀佢哋食得開心！」她解釋，往
年會考慮到餐廳用膳，但今年受疫情影響不想
外出，加上食肆晚市取消，故決定一家六七人
在家做冬。她直言不擔心人多聚集會染疫，
「係屋企人應該唔會有大問題，返到屋企都會
洗手消毒。」
另一巿民洪先生昨亦到街巿購買食材，同樣
表示稍後與家人在家中做冬，「我哋冬至一般
喺屋企煮，仔仔女女鍾意我哋煮飯，熱熱鬧鬧
團聚下，今年應該有五六個人一齊過節。」
伍先生昨日則一早到街巿買餸，表示知道政府
呼籲巿民減少家庭聚會，但認為「冬大過年」，
始終應一家人齊齊整整做節，而他的子女及孫兒
等有10人會齊集在其家中。他承認人多聚集或有
風險，但表示每日也清潔家居，家人回來亦會洗
手及以消毒液再清潔雙手，相信風險不大，反問
是否因疫情而暫要與家人斷絕來往？

街市生意遠勝平日
由於巿民「做冬」，街市生意也較之前明顯增
加。海味雜貨店老闆鄭先生表示今年冬至生意雖
較往年仍有差距，但已比平時好太多，「呢排酒
樓冇得食，唔少人改為買餸自己煮，生意好咗好

多。」另一海鮮檔主鄭太亦指冬至前幾日的生意
比平日多，客流明顯增加，「唔少人做冬會買海
鮮，家好多老人家唔出門，派後生仔嚟買，但
佢哋買嘢冇婆婆奶奶咁豪爽，加上疫情令經濟唔
好，其實買嘅量會少啲。」

「今年家中不做冬」
不過，也有巿民擔心疫情而減少家庭聚會，

其中譚小姐表示為安全着想，今年家中不做
冬，「之前幾年係媽咪煮叫大家返去食，但今
年就算係家庭聚會都覺得有風險，大家都驚，
所以決定暫停一年，健健康康最緊要。」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

情簡報會上亦再次呼籲市民避免家庭聚會，
「大家要諗吓家庭聚會食飯會唔會有危險，因
有屋企人可能係長期病患者，或者年紀較大，
有啲個案開頭冇乜嘢，但可能之後會突然有變
化，所以年輕人可能要諗一諗，呢啲聚會係咪
有必要。」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晚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現時社區傳播鏈多，不明源頭個案
未減，很多人沒有病徵，也不知是如何受感染，
故為了自己、親友及整個社會着想，就算是冬
至、聖誕及新年將至，大家都必須自律，「忍一
忍」暫停見面聚會，形容用此方式去保護自己和
親友，才是送給親友「最好的禮物」。
梁子超認為，本港社會實難以監察每家每戶
是否有人在聚會，但現時的商場、街市及超市
經常出現大量人流，情況並不理想。他建議政
府可以考慮收緊這些處所的人流，如限制在處
所內的人數，一方面可減低這些處所的播疫風
險，另一方面市民如要購物準備聚會，可能因
街巿限制人流而構成不便，包括需要排隊進
入，此舉或可減少市民在家聚會的意慾。

■■諺語諺語「「冬大過年冬大過年」，」，市民塞爆街市買餸做冬市民塞爆街市買餸做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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